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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

施意见》，重点强调了有序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并针对

提升普惠金融科技水平、打造健康的数字普惠金融生态以及

健全数字普惠金融监管体系等三方面提出了发展要求和指

导性意见，明确在未来五年基本建成高质量的普惠金融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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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强调有序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近期，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

重点强调了有序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并针对提升普惠金融科技水平、打造健康的数字普惠金融

生态以及健全数字普惠金融监管体系等三方面提出了发展要求和指导性意见，明确在未来五年基本

建成高质量的普惠金融体系。 

一、提升普惠金融科技水平 

《实施意见》提出，支持金融机构深化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科技手段，

优化普惠金融服务模式。 

近年来，我国金融机构积极推进移动互联、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

应用，普惠金融的服务质量和效率不断提升。根据各大行2022年年报，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农业

银行、建设银行、邮储银行、交通银行在金融科技的投入分别为262.24亿元、215.41亿元、232.11

亿元、232.90亿元、106.52亿元、116.31亿元，均创各自行的历史新高。其中，工商银行筹划推出

“数字工行（D-ICBC）”，中国银行持续打造“数字中银+”品牌，建设银行打造“建行云”品牌，

邮储银行提出“123456”数字化战略布局，农业银行构建数字化云平台iABC，交通银行加快打造数

字化新交行。以工商银行为例，2022年，工商银行数字化业务占比达到了98.9%。 

数字金融科技的持续深化应用，可以有效降低金融运营成本和信贷成本，提高运营效率，改进

风险管理流程。同时，借助数字化手段覆盖传统金融机构服务方式难以普及的群体以及地区，提高

了小微企业、农村主体、个体工商户的金融可得性以及质量。 

根据《实施意见》提出的重点科技手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提升金融科技能力，促进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在互联网方面，持续深化以互联网为中心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对乡村地

区电信服务的普及、4G和5G网络的建设，从而提升数字普惠金融互联互通能力，支撑其他数字普惠

金融活动的开展。 

大数据方面，在合法合规、知情授权、保障隐私的前提下，通过整合政府各部门积累而成的关

于农业和中小微企业的政务数据、乡村治理数据、相关商业数字科技平台积累的商务大数据，再结

合农业生产卫星遥感技术数据、农业和小微企业供应链数据，形成农业农村主体、中小微企业大数

据体系，构建起替代性信用信息，解决商业银行、保险机构等关于农业农村主体和中小微企业信用

信息体系不健全的问题，从而提升金融机构对普惠金融的信贷决策环境和能力、扩大对弱势群体金

融服务的覆盖面、提高普惠金融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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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方面，将人工智能技术与金融服务和产品进行动态结合，创新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模

式，使普惠金融实现智能化、场景化、个性化转变，增强产品营销和风险控制能力，达到精准识别

客户、线上批量化业务处理、智能风控辅助商业银行信贷决策、降低人工成本，有效促进金融机构

对偏远地区、边缘群体、农村农业主体、中小微企业的服务，进一步扩大普惠金融服务广度。 

区块链技术方面，加强区块链技术场景化应用。例如：通过区块链技术，提升农业主体和中小

微企业供应链智慧水平，对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过程进行精准追溯，准确记录产销数据，为金融机构

的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提供数据支持，辅助金融机构的信贷决策；通过区块链建设，完善区域性股权

市场，从而完成发行端各参与方上链，获取中小微企业真实和精准的信息。在加大中小微企业参与

股权市场融资可能性的同时，也构建起中小微企业在信贷市场中的信贷信息基础。 

二、打造健康的数字普惠金融生态 

《实施意见》提出，打造健康的数字普惠生态系统，支持金融机构依托数字化渠道对接线上场

景。 

我国金融机构数字普惠金融生态建设程度不断深化。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2022年中国银行

业服务报告》显示，2022年银行业金融机构离柜交易笔数达4506.44亿笔；离柜交易总额达2375.89

万亿元；行业平均电子渠道分流率为由2021年的90.29%增长到96.99%。 

构建数字普惠金融生态，可以借助数字技术和大数据能力，降低金融机构运营成本，使金融机

构更好的进行下沉服务、触达更广泛的普罗大众和小微企业等普惠群体，持续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

率、可得性、满意度。 

打造数字金融生态，可以从多方面协同推进，综合施策。首先，金融机构与数字政府相配合，

加强数字政务、智慧政务数据的共享和整合，将政务数据作为农村农业主体、中小微企业等主体信

用信息的“替代数据”，从而解决边缘群体、偏远地区的信用体系建设不健全、信用信息缺失的难

题。 

其次，金融机构要建立起线上线下相协同的经营模式。通过线上线下渠道结合，有效整合农村

及偏远地区金融信用信息资源，借助金融机构数字化平台提供多样化、个性化、创新性的数字金融

及非金融服务。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为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满足融资、结算、查询等

多样化的服务需求。打通信贷线上批量化审核、效率审批途径，打造便捷获贷和普惠下沉的新模式。 

第三，利用开放银行模式，扩大金融机构与外部企业、信息平台、科技公司、政府部门等主体

的信息交流通道。增加互联网接口，实现金融机构与第三方的数据共享，形成多方数据集成平台，

从而建立起信息共享、业务共赢的生态平台系统，有效地将服务触角延伸到中小微企业的上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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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为中小企业提供数字金融服务。 

三、健全数字普惠金融监管体系 

《实施意见》提出，将数字普惠金融全面纳入监管，坚持数字化业务发展在审慎监管前提下进

行。健全数字普惠金融监管体系，将数字普惠金融全面纳入监管，提升数字普惠金融监管能力，有

利于保障我国金融市场的有序、健康、高质量发展，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也有助于保护人民群

体的合法权益。 

数字普惠金融监管体系的建立，要坚持规范与监管同时发力。在规范方面，要重点从业务规范、

数字金融技术安全、消费者保护、数据维度安全等方面完善行业规范、技术规范和数据规范，保障

数字普惠金融的规范运营。 

在监管层面，首先需要政府和监管机构不断完善数字普惠金融立法，明确市场主体的行为边界，

充分发挥法律法规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的指引和校正作用。其次要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

数字监管技术，逐步实现数字化翻译、数据的实时采集、智能风险分析、智能风险预警，对数字普

惠金融进行穿透式监管，对业务进行实时监控。同时，要加大对数字普惠金融创新产品的监管力度，

将更多普惠金融领域的创新产品纳入监管范围，深化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工具建设。此外，还要建立

健全互联网法院、智能司法体系，不断提升法院的智慧化程度，从而为数字普惠金融领域的纠纷化

解提供司法保障。 

 

 

重要声明 

  新华财经研报由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发布。报告依据国际和行业通行准则由新华社经

济分析师采集撰写或编发，仅反映作者的观点、见解及分析方法，尽可能保证信息的可靠、

准确和完整，不对外公开发布，仅供接收客户参考。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

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刊登、转载和引用。 


